
这两天，献县南河头乡东
樊屯村去往邻村抛庄村的路
边， 20 盏太阳能路灯“上
岗”，引来村民们驻足点赞：

“之前晚上出门，两眼一抹
黑，什么也看不见，不光不方
便还危险。现在有了路灯照
亮，走夜路也安全了。”

为大家带来一路明亮的，
是东樊屯村村民周晓平、周建
刚和周振宇。

前段时间，他们找到东樊
屯村“两委”，表示要捐赠 20
盏太阳能路灯。得到支持后，
几人说干就干，买好路灯、找
来施工队，两天工夫，就利落
装好了这些太阳能路灯。

“虽然周晓平、周建刚他
们长年不在家，但心里没有忘
记家乡父老。这 20盏路灯价
值 7000元，钱不算多，但这
些路灯不仅为大伙儿提供了实
实在在的便利，更为我村带来
了新的活力。”东樊屯村党支
部书记樊路杰说。

这样无私奉献的好事儿，
在东樊屯村并不是个例。

去年 9月，东樊屯村“两
委”收到了一份超级大礼——
两位热心村民匿名为村里捐款
50万元，用于支持教育事业
和基础设施建设。在两位匿名
捐款者的引领下，村内一条道
路上的 15户村民，也都每家

捐了2000元，用于道路硬化。
这还只是东樊屯村“两

委”集结全村人的力量，共建
和美乡村的一个缩影。

东 樊 屯 村 是 一 个 有 着
3500 多人的大村，前些年，
村容村貌落后、基础设施不完
备，村民们的生活环境大打折
扣。

2018 年，樊路杰担任新
一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一直
致力于推广“全村人共建、共
治、共享一个家”的理念。近
几年，东樊屯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男女老少出力义务修路、
踊跃捐款共建文化活动中心、
齐心协力改造饮水……这样的
事，在东樊屯村不胜枚举。党
员、村民代表、热心群众，从

“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
都为村富民强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大伙儿的无私奉献，为
我村发展带来了希望。我们
也期待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加
入到公益事业中，让村庄焕
发更多生机。”樊路杰说，眼
下，他们也在积极跑办，争
取项目和资金，用于和美乡
村建设。接下来，东樊屯村
还将着重进行人居环境整
治，为村民提供更加整洁、
宜居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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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村庄““组团组团””种茴香种茴香 村民齐奔好村民齐奔好““钱钱””景景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史得江 寇海晨

盐山县圣佛镇西盐山县圣佛镇西圣佛村以红白理事圣佛村以红白理事

会会、、村规民约推进移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风易俗

“““理理理”””出实惠出实惠出实惠“““约约约”””来文明来文明来文明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董艳玲

告别盐碱白告别盐碱白告别盐碱白 铺展苜蓿绿铺展苜蓿绿铺展苜蓿绿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梦鹤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任振宇

盐碱地除了种小

麦，还能种什么？翠绿

的苜蓿生机勃勃，让白

茫茫的盐碱地变成绿

油油的丰收田。

近年来，渤海新区

黄骅市积极引导农户

种植苜蓿，探索苜蓿+

旱碱麦的轮作模式，并

进行多样深加工，开拓

线上线下市场。目前，

当地苜蓿种植面积20

余万亩，去年年产量17

余万吨，苜蓿产业产值

近4亿元，户均增收3

万余元——

走进盐山县圣佛镇西圣
佛村，十星级文明户刘旭栋
的家里，红彤彤的喜字与

“十星级文明户”的荣誉牌相
得益彰。

“旭栋今年一月刚结婚，
他以实际行动简办婚事，引领
勤俭节约的文明风尚，在俺村
成了一段‘美谈’。这不，今
年第一季度道德评议时，不少
人都把十星级文明户的票投给
了他。”西圣佛村党支部书记
曹闯笑着介绍，“去年，我村
还有人举办‘零彩礼’婚礼。
现在村里简办婚事的越来越多
了，不用号召，因为都受益。”

简办婚事在西圣佛村蔚
然成风，离不开村“两委”
多年来的积极引导。近年
来，西圣佛村不仅将移风易
俗写入了村规民约，还充分
发挥红白理事会的作用，破
除陈规陋习。

红事倡导低彩礼、零彩
礼，一桌酒席不超300元，迎
亲车队不超过 6 辆，不请乐
队、不组织娱乐活动，禁止低
俗婚闹；白事上，也提倡取消
表演活动，用大锅菜招待本地
客人，如有招待外地亲友的特

殊需求可设常席，但每桌花费
不能超过 240元，不请乐队、
舞狮、道士，操办白事一般不
超过3天……村规民约中，一
项项移风易俗的举措，大大减
轻了村民们的负担。

去年 8 月，经过多番讨
论，西圣佛村还将不断完善的
村规民约纳入积分制管理。

红白理事会，则是移风
易俗的“好管家”。西圣佛村
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选出了
一批愿意带头示范且有一定
威望的村民担任红白理事会
的“主力军”，根据村里情况
和村民意愿，制定红白理事
会章程，引导村民破除旧
俗，简办新办。在西圣佛
村，谁家有了红白事，要报
备给红白理事会。红白理事
会成员上门服务，按照红白
理事会章程帮助村民操办事
项，减轻村民的负担，让大
伙儿得实惠。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发
挥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的作
用，不断丰富创新宣传的形式
和内容，在全村范围营造移风
易俗的浓厚氛围，引导群众形
成文明共识。”曹闯说。

近日，吴桥县安陵镇的花生种植基地里，村民正在为覆膜
种植的花生放风、引苗，保证苗齐茎壮。近年来，吴桥县通过
土地流转等方式，大力发展花生种植，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实
现了就业，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

张梦鹤 张金元 齐晓东 摄

拧成一股劲拧成一股劲拧成一股劲 共建一个共建一个共建一个“““家家家”””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20余万亩苜蓿
进入首茬收割期

这段时间，渤海新区黄骅市的 20
余万亩苜蓿进入首茬收割期。记者来
到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的纳茉农
场，只见收割机正在忙碌作业，将一
片片翠绿苜蓿“收入囊中”。

“苜蓿被称为‘饲料罐头’，其产
草量高、再生性强、营养丰富，各种
畜禽都喜欢吃。我们种的是‘中苜系
列’苜蓿，特别耐旱耐盐碱，无需灌
溉，非常适应咱黄骅的土壤和气候。”
农场负责人刘德成站在田埂上，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现在，我们一年
可收获4至5茬苜蓿，每亩地年平均收
入接近2000元。”

苜蓿是一种优质牧草，具有极高
的营养价值和经济效益，素有“牧草
之王”美誉。农户播种一次，能连续
收获四五年。种植苜蓿，不仅能够有
效利用盐碱地资源，还能够为畜牧业
提供优质的饲料，实现种植业和畜牧
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虽然今年春季比较干旱，基本上
没有有效降雨，但通过我们实施的一
系列盐碱地管理技术，苜蓿依然迎来
丰收季，且品质较原先提高许多。”渤
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饲草工
作站站长于合兴介绍道。

他说，近年来，渤海新区黄骅市
积极推动苜蓿产业发展，致力于将其
打造为现代农业的“金字招牌”，已在
羊二庄镇、旧城镇等乡镇发展了多个
苜蓿集中种植大方。同时，定期邀请
种植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

导。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沧州综合
试验站、中国农科院“中苜系列”耐
碱高产苜蓿培育试验基地等科研教学
基地也接连落户，成为苜蓿产业快速
发展的促进剂。

不断提高苜蓿的附加值，当地还
积极帮助种植户寻找市场、对接企
业，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拓宽销售渠
道，实现收获即销售。

目前，渤海新区黄骅市苜蓿种植
面积 20余万亩，去年年产量 17余万
吨，苜蓿产业产值近 4亿元，户均增
收 3万余元。牧草产业的发展，也吸
引了多家知名奶企来这里设牧场、建
基地，共同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
大文章。

苜蓿旱碱麦轮作
“无缝衔接”增效益

在纳茉农场的另一边，绿油油的
旱碱麦田也引人驻足。此时，长长的
麦穗随风摇动，丰收在望。

“瞧，这小麦也长得不错吧。要是
去年这时候来，这边还都是苜蓿地。
这是我们首次探索苜蓿+旱碱麦轮作
模式。”刘德成笑道。

他说，苜蓿虽然再生性强，但盛
产期只有三至五年。“我们是 2020年
春天开始种植苜蓿的，到今年正是第
5年。考虑到第 5年，由于根系老化，
产量有下降趋势，在2023年秋季，收
完最后一茬苜蓿后，我们就将2000余亩
苜蓿的根茎还田，转而种植‘捷麦19’
等旱碱麦。”

原来，在农场成立初期，他们便
邀请多位农技专家前来考察指导，为

盐碱地综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最
终，确定了通过种植苜蓿来改良盐碱
土壤及苜蓿+旱碱麦轮作的种植模
式，既能提高经济效益，又能为粮食
安全出一份力。

“在盐碱地种植苜蓿，可以降低土
壤中的盐含量，提高土壤有机质含
量。苜蓿是豆科植物，根部共生有固
氮根瘤菌，能够固氮提高土壤肥力。
种完苜蓿以后，再轮作种植旱碱麦，
可以减少肥料用量，并提高产量，增
产增效。”刘德成说，根据今春至今的
观察，采用轮作模式种植的旱碱麦，
无论是植株长势还是籽粒发育，都优
于普通地块。

苜蓿本身就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第4茬收获后，“无缝衔接”种植旱碱
麦，实现了一地双收。麦收后，还能
种植夏玉米，等到秋收了，如果墒情
合适，再播种苜蓿。采用这种轮作模
式，使得盐碱地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

苜蓿烘干喂宠物
线上俏销收益好

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农户王
福元的工厂里，也随着新一茬苜蓿的
收割，弥漫着浓浓草香。

“终于等到新草上市了，客商们都
抢着‘囤货’，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能
出 1000多单货。”迎来了新的销售旺
季，王福元十分高兴。

在纳茉农场里，苜蓿被裹包机
“乖乖”规整成了青贮圆柱包。在王福
元这里，则是被放到烘干机里，一点
点失去水分，成为一株株干草。

“我们这儿的苜蓿，主要是用作宠

物饲料，走电商销售。苜蓿属于豆科
牧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适口性
强，特别适合兔子、龙猫及羊驼等宠
物食用。”王福元解密。

王福元家自2000年便开始种植苜
蓿，直供周边的养殖场。王福元毕业
后，正赶上“电商热”，年轻的他便想
到运营淘宝店铺网销苜蓿。

“咱黄骅的苜蓿在全国都有名，我
坚信只要质量好，销量肯定差不了。”
刚开始时，店铺知名度低，一天下
来，成交的订单仅为个位数，但王福
元却毫不气馁。

他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更加努
力地学习网店运营知识。通过不断优
化经营，半年后，店铺的生意越来越
好，每天都能卖出几百单苜蓿。

“苜蓿种植是我们的特色产业，无
论是苜蓿品质还是市场认可度，都远
高于其他地区，这也为我们的电商创
业积累了顾客。”王福元还先后在多个
电商平台上开设网店。

网店经营步入正轨后，头脑灵活
的王福元又有了新想法，将苜蓿烘干
后，做成宠物饲料。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养宠物
的人也越来越多，宠物饲料的前景必
然广阔。”王福元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
支持，他们购入了多台烘干机，还盖
起了空气能烘干房。

“现在是一边收割、烘干苜蓿，一
边销售饲草。我们千亩种植基地的苜
蓿根本不够卖，还得时常向周边种植
户收草来满足销售需求。”用苜蓿作原
料的宠物饲料深受欢迎，进一步提高
了网店成交量。如今，王福元运营的
网店，年销售额连续多年突破千万元。

走进海兴县张会亭镇茴香产业园
区，康源蔬菜种植联合社的一排排温
室大棚齐整列队，彰显着这片盐碱地
的新气象。

“我们这儿的茴香不走大市场，都
是让工人剔除黄叶、杂叶，用保鲜袋
分装成 0.5公斤的小包装后，发往北
京、石家庄等地的商超。”茴香“嫁”
了个好婆家，合作社负责人刘雪竣满
脸骄傲。

他说，这已是合作社收割的第 6
茬茴香了，现在一公斤能卖到 4 元
钱。“春节时价高，一公斤卖到 10块
钱，多少年没卖到过这个价了。今年
效益好，村里能得的分红应该比去年
更多。”

“种茴香，村里还能分红？”记者
好奇。

“对，合作社的 30个温室，是我
村和周边 9个村庄共同流转土地建起
来的，为的就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原
来，刘雪竣还是张会亭镇双庙村的党
支部书记。

“别看园区里都是轻度盐碱地，但
灌溉用水并不苦咸，正适合种植茴
香。发展茴香种植产业，不仅能带动
村集体稳步增收，还能充分挖掘盐碱
地的综合利用潜力，助推盐碱地特色
农业高质量发展。”张会亭镇副镇长张
炳月说。

张会亭镇有60多年的茴香种植历
史，农户种植的都是自留种的多刀茴

香老品种。近年来，通过露天种植和
棚室种植相结合，实现了一年四季都
有茴香上市。

2022年，在张会亭镇党委、政府
的引导和支持下，双庙村、南齐村、
北齐村等10个村抱团发展，成立康源
蔬菜种植联合社，在北齐村流转了
110多亩土地，希望通过“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实现村集
体和农户“双增收”。

“原来都是农户们散种，规模小，
产业发展也受限。建起棚室规模化发
展后，我们积极引导联合社打造盐碱
地特色蔬菜种植区，聘请‘农专家’
提供技术指导，通过统一种子、统一
农资、统一管理，提高种植效率和产

品品质。”张炳月说，张会亭镇的茴香
已通过了绿色认证和有机认证，并获
得了沧州时蔬区域公用品牌。当前，
盐碱地多刀茴香栽培技术规程已上报
省农业农村厅，争取认定为省级技术
标准。

不仅如此，他们还建起保鲜冷
库，延长茴香的保鲜期，实行统一加
工、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
的模式。

由于特色十足、品质优秀，这片
盐碱地上的多刀茴香成了京津冀商超
的“宠儿”。目前，这里的茴香销往北
京、天津、石家庄及我市各地的连锁
商超，日出货量达2000公斤。

随着种植效益的水涨船高，去

年，加入康源蔬菜种植联合社的10个
村庄分别分红3.5万元。

看到小茴香不仅铺绿了盐碱地，
还帮各村敲开了致富门，张会亭镇党
委、政府继续统筹谋划，扩大小茴香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上的影响力。

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前期试点的
基础上，针对各村地理位置、村情特
点等实际情况，张会亭镇党委、政府
鼓励更多村庄跨村共建，构建协同连
片发展带。去年，另有 5个村庄成立
了聚农福蔬菜种植联合社，建起15个
温室，加入茴香种植队伍。今年，又
有10个村庄成立了康利蔬菜种植联合
社，计划建设30个温室。届时，张会
亭镇的多刀茴香种植面积可达千亩。

为进一步延伸盐碱地茴香全产业
链条，今年 4月，张会亭镇政府还与
沧州医专就茴香保健效用、种子营养
成分的研发等项目签订《盐碱地茴香
全产业链研发战略合作协议》。近日，
康源蔬菜种植联合社与沧州医专共同
研发的盐碱地茴香深加工技术成果在
盐碱地特色产业科技成果展示交流会
上发布。

“今年，我们还计划建设一座保
鲜库，增加自动化包装线，提高商
品茴香的品质。目前正在积极申请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希望能通过进
一步提升知名度，蹚开更多好市
场，助力村集体和农户增收。”张炳
月期待道。


